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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出路

陶畅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冰雪体育运动是冰雪体育文化的物质载体，冰雪体育文化是冰雪运动的精神支撑，利

用好“微时代”传播特征有利于促进冰雪体育文化交流和发展。通过梳理“微时代”

传播特征，探寻冰雪体育文化在“微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机遇，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

的策略，以期促进“微时代”背景下冰雪体育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推动冰雪体育运

动的普及，为我国建成冰雪体育文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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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Transmission in the Micr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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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ce and snow sports are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Making good use of the “micro era”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 era”,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under the “micro era” background,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under the “micro era” background,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ice and snow sports,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of ice and snow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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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落幕，冰雪体育文化传

播的浪潮正席卷而来，冰雪体育运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与其他类型体育运动相比，我国冰雪体育运动仍属于发

展水平较为低下，文化氛围较为薄弱的运动项目。在后冬

奥时代，如何持续推动冰雪体育运动高速发展、冰雪体育

文化广泛传播，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为基础，传播

方式与传播媒介出现本质性变化的“微时代”［1］。根据

数据分析机构Newzoo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智

能手机用户超过9.5亿人，并且这一数据仍在持续上涨的

过程之中，“微时代”的浪潮已不可阻挡。

在此背景下，针对微时代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机遇、

挑战与出路进行研究有利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为我国冰

雪体育运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我国冰雪体育运

动健康发展。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冰雪体育文化定义

冰雪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的下层概念，对体育文化这

一概念的正确是冰雪体育文化概念进行逻辑划分的出发

点。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归纳可知，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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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普遍认

同和遵循的体育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规章制度、行为

准则及设施设备等一系列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2］。 

基于此，本文对冰雪体育文化的定义为：冰雪体育文化

是指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人们以冰雪为媒介进行体育

活动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普遍共识的价值观念、规章制

度、行为准绳等一系列精神文化和物质载体的总和。

2.2  “微时代”定义及其传播特征

“微时代是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采用数字通信

技术，运用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通过

新型的、移动便捷的显示终端，进行以实时、互动、高

效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的新的传播时代。”［3］随着技

术变迁，这种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的特征已经越来

越明显，且越来越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传播工具的物

理性能决定传播工具的特点”是新闻传媒行业发展的基

本规律之一［4］。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微时代”

传播工具特征，对“微时代”主要传播特征进行概括如下：

（1）高效性：作为“微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平台，

新浪微博的标语就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其中随时、随地、随时的特征就能很好地反映出“微时代”

传播的高效性。在“微时代”，受众通过手持移动终端

连接网络即可随时随地利用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以文

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即时接收或传达信息，信息流通

效率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得到了显著提升。

（2）强互动性：“微时代”传者与受众的界限不在

明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聊天、评论或是相互 @ 的方式

实现粉丝与博主之间的互动，同时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

自身感兴趣的话题交流与讨论之中，人们不再仅仅是信

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之一。

（3）草根性：“微时代”的信息传播者往往只需简

单操作，就可以借助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实现文字、

语音、图片、视频等信息的发布，依托于移动终端和数

字技术，大大降低了传播者的传播门槛，突破了传统媒

体垄断话语权的局面。

（4）封闭性：利用大数据对受众需求分析并进行精

准推送是“微时代”主要传播特征之一，传播者利用这

项技术对受众投其所好地反复对某同一类型信息进行推

送，在会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受众接收信息面变窄，知识

储备变局限，从而产生自我封闭的行为。

（5）碎片性：一方面“微时代”的海量信息迫使媒

介平台必须对信息文本的容量作出一定的限制，而对信息

文本容量的限制决定了其传播内容碎片性的特征，另一方

面在“微时代”几乎人人都可以扮演信息生产者的角色，

这也导致信息分布传播的形式将会变得更加碎片化。

（6）媚俗性：受制于对文本内容、图片大小、视频

长度的限制，一些新闻媒体为了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

从而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考虑，容易出现在新闻标题上

哗众取宠，在新闻内容上追逐揭露隐私，血腥暴力等不

道德、不健康的行为，呈现出内容媚俗化的表征。

3  “微时代”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机遇
3.1  高效性突破冰雪体育文化交流桎梏

最初人们对于冰雪体育文化的讨论多限于各类交流

会和线下讨论会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很大程度

的限制，而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贴吧、

交流群成为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地点，在空间层面

上得到了解放。“微时代”的传播依托于数字技术和移

动终端技术的发展，传播者不再受时空因素的限制，可

以通过便捷的工具和手段编辑发布冰雪运动文化内容，

呈现出高效传播的特性，这对冰雪运动文化的传播起到

了加速作用。以冰雪运动竞技新闻为例，时效是竞技运

动类新闻的生命，而“微时代”这种小而精的传播模式，

有利于用户通过各种渠道随时随地传播和接收与冰雪运

动相关的新闻并进行交流讨论，高效传播冰雪运动竞技

新闻而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种时效是以往的传

播模式所无法比拟的。

3.2  强互动性搭建冰雪体育文化交流平台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交流与碰撞，在过去人

们了解冰雪体育文化主要依靠主流媒体报道的形式，人们

在冰雪体育文化的传播中通常扮演受众的角色，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并不频繁。然而，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变化，“微

时代”的人们呈现出极强的交互性传播特征，打破了以往

冰雪运动文化单向传播的传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手

机、电脑随时随地参与话题讨论，为人们搭建起一个“人

人有话筒”的冰雪体育文化讨论平台。以新浪微博“北京

2022年冬奥会”超级话题为例，在该话题社区中，截止至

冬奥会结束时共计发帖2.6万条，热门发帖下公众相互交

流评论达数千条。媒体和受众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实现信

息互动，进行动态的信息交流，从而提高了冰雪体育文化

信息交流的活跃程度，促进了冰雪体育文化的发展。

3.3  草根性延展冰雪体育文化交流空间

草根性是“微时代”的传播特征之一［5］。借助网络

的平台和数字技术，传播的门槛极大限度的被降低，传者

和受众的界限不再明晰，几乎人人“可传可受”。冰雪体

育文化的传播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主流媒体，广大人民群众

都可以对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冰雪体育文化进行传播。与主

流性权威、专业和明确导向的传播方式不同，草根性的传

播方式使冰雪体育文化更加生活化和平民化，冰雪体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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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展现出的文化内涵将更加“接地气”，人们更加愿意

主动地参与到冰雪体育文化的交流讨论之中，这有助于延

展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上“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人民群众

在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进行受众到传者的角色转

换，一方面促进自身对冰雪体育文化的内涵意义产生更加

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推动冰雪体育文化精神更加彻底

地融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4  “微时代”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挑战
4.1  封闭性加剧冰雪体育文化信息茧房产生

“信息茧房”一词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西

尔（CassR）提出的，他认为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有选择

性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只愿意接受自己感兴趣和能够

愉悦自己的信息［6］。在“微时代”各种传播媒介更加善

于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流相关技术分析受众的阅读偏好，并

有针对性地为受众推送个性化的信息，例如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App通过受众观看短视频时产生的相关浏览数据进

行推演和运算，猜测出受众所感兴趣的领域，并大量针对

该领域进行定制化的内容投放。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

期间，大多数人对冰雪体育运动的关注点都集中于运动员

的技术动作是否华丽，是否夺得奥运奖牌，因此冰雪体育

文化的相关报道也多集中于个别运动员精湛的运动技巧以

及夺金情况，而对冰雪赛事的文化背景、规章制度、科技

应用等相关的报道则屈指可数。当用户的自主选择被算法

取代后，会导致受众很容易将目光长期聚焦在某一类信息

上，从而陷入狭义的信息壁垒，加剧信息茧房的产生，让

人们对冰雪运动文化的认知单一固化，产生群体极化的现

象，对冰雪运动文化的自由流通及传播造成负面影响。

4.2  碎片性阻碍冰雪体育文化内容的表达

“微时代”的信息传达常常有一定的字数或时长限

制，在微信、微博等媒介平台中能表达的信息通常只是

只言片语（例如微博中通常将一则信息的字数长度限制

在 140 字以内），呈现强烈的碎片化倾向。而成系统、

成体系的冰雪体育文化却并非是通过寥寥数语所能承载

的，数百字的文章或几分钟的短视频只能呈现出冰雪体

育文化体系中的冰山一角，缺乏严谨性和全面性。除此

之外，碎片化的信息中的内容往往是事实而非逻辑，是

经验而非规律，受众难以从碎片化的信息中得到启发，

展开思考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经常是浮光掠影式的浏

览，这种浏览方式显然不利于人们对冰雪体育文化产生

深刻的理解。对传播者而言，如此有限的信息容量对概

括冰雪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极大的一种考验，受众也

难以从只言片语之中理解冰雪体育文化的本质内涵，有

限的信息容量和碎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冰

雪体育文化内容的完整表达。

4.3  媚俗性挤压冰雪体育文化生存空间

从社会语境看，视听率和刺激消费已经成为现代媒体

新闻报道的重要诉求，这是受近代消费主义思潮影响所导

致的。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微时代”对信息

内容大小的限制则进一步导致了媒体利用夸张、刺激、醒

目的标题和内容报道一些非主流事物的倾向。媒体寄期望

于通过这种手段满足受众猎奇的心理和实现媒体自身的经

济目的，使冰雪体育文化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容易走上过分

迎合观众的极端，传播者不再挖掘冰雪体育文化的本质内

涵，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能第一时间抓住用户眼球的信息上，

任由冰雪体育文化的价值在“微时代”的传播过程之中彻

底沦丧。例如在冬奥会期间部分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对

冰雪体育文化的关注点放在运动员姣好的面容、裸露的服

装、摔倒的动作上，而对运动员之间激烈的比赛、精湛的

运动技巧和团结拼搏的运动精神反而弃之不顾。长此以往，

媒介媚俗化与受众低俗化趣味相互驯化，将会形成恶性循

环并延展到冰雪体育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导致文化糟粕

对优质冰雪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

5  微时代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的出路
5.1  打破壁垒，主动扩宽冰雪体育文化获取渠道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欲图打破由技术手段

带来的信息壁垒，首先要从公众本身入手，培养公众有意

识的提升自我兴趣的边界，不做“信息偏食者”。要让公

众除了关心自己所感兴趣的冰雪体育文化的同时，保持对

其他类型的冰雪体育文化的好奇心理，促使公民主动利用

不同渠道去探索、学习、接纳其他各具魅力的冰雪体育文化。

其次，媒体平台方面也需要注重对算法的优化升级，

必须认清“精准投放”并非长久之道，教会用户思考远

比一味地“讨好”用户更加能留住人心。用户长期对同

一类信息的接收终究有一天会产生厌倦感，只有合理地

运用技术手段，对不同类型的冰雪体育文化进行适量推

送，探索用户的兴趣边界，并教会用户不断学习探索，

才能打破信息茧房的束缚，实现用户和媒体平台双赢。

5.2  媒体革新，积极创新冰雪体育文化输出风格

传统的冰雪体育文化体系主要通过文字典籍和影视作

品的方式呈现，依托于书籍和视频播放设备等载体，在“微

时代”，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特征对传统的冰雪体育文化体

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我们同样要认识到碎片化传播具

有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精简化的传播内容、多样化的传播

结构以及亲和力强的话语表达方式等优点，这些也是让年

轻人热衷于这类传播方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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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想要在削弱冰雪体育文化碎片

化传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同时积极利用好碎片化传播优

势，促进冰雪体育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我国媒体必须进行

主动革新，这就要求广大媒体从业者应主动创新冰雪体育

文化输出风格，并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媒体从

业者要在研究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特征的基础上努力适应言

简意赅的话语风格，强化对冰雪体育文化精华的提炼能力。

二是媒体从业人员应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在冰雪体育

文化新闻制造过程中对当前热议的碎片化信息进行更为专

业的剖析，以利于大众更深刻地理解冰雪运动文化的精神

内涵，感受冰雪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

5.3  政府引导，健全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监管机制

文化是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7］，冰雪体育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对冰雪体育文

化内容报道应以“规范、客观、健康”为准绳，加强对

传播主体的监管，抵制冰雪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媚俗

化倾向，严格把控媒体在冰雪体育文化传播中的道德底

线，倡导各类媒体对冰雪体育文化所象征的精神内涵进

行深度挖掘，推动冰雪体育文化积极健康发展。

一方面，应加强政府网络舆情部门与各类媒体之间

的合作交流，通过采取“注册实名制”“内容预审核”

等方式对对冰雪体育文化传播市场中的媒体创作者形成

一定的约束。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主流媒体矩阵建设，

积极顺应“微时代”传播特征，利用微信、微博、抖音

等自媒体平台建设官方账号，创设冰雪体育文化相关话

题，引导优质冰雪体育文化传播导向，同时开放群众举

报渠道，并对群众举报内容及时进行审核处理，积极利

用群众力量参与到冰雪体育文化内容质量监管之中。

6  结语
“微时代”是一个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便利的新

媒介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的生成、传播与获取方式，

同时还渗透到公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之中，对公众

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此，在北京冬奥会刚

刚落下帷幕的契机下，冰雪体育文化要充分利用“微时代”

传播特征，牢牢把握“微时代”为推广冰雪体育文化所

带来的机遇，迎接“微时代”可能带来的挑战，主动扩

宽冰雪体育文化获取渠道、积极创新冰雪体育文化输出

风格、健全冰雪体育文化传播监管机制，在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讲好中国“冰雪故事”，推动我国冰

雪运动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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